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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迈县人民正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，匿

结战斗，再展蓝图的时候，《澄’迈县文物志》

这一奇葩破蕾吐艳了。这是上对祖宗负责，下
为子孙造福，服务于“四化”建设的一件大好
事。

澄迈县是琼州最早设置的五县之一。在漫

长的历史中，她经历过封建社会、半封建半殖
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三个社会制度。先辈
们历尽沧桑，开拓着这块古老的土地，初步建

设成文明昌盛，工商繁荣的家乡。其间，祖先
们为了生存和繁衍，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，在

民族斗争和生产斗争中，遗留下元代的碗缸窑

址；罕见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宋代双石塔；汽势

雄伟的清代大成殿；各代名贤，贞节牌坊和名

官墓葬。在这块土地上，发生过可歌可泣的农

民起义；彻底推翻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；翻天

覆地的第一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解放比



争。因此，遗留下古代、近代和现代的革命遗
址和纪念碑。这些都是澄迈县人民创造的精神

财富，是先人勤劳智慧的结晶。这对研究我县

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生活、风

俗、民情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， “前事不忘，

后事之师”，它是教育人民，继承文化遗产，

搞好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，缴励人民为澄迈

的崛起而继续拼搏的好材料。

抚今追昔，无腊感慨。澄迈人民，世世代
代遗留下不少文物古迹，我们必须珍惜它，保

护它，继承它。我们至今所发现和搜集的仅是

极少部分，今后，我们必须深入调查，继续挖
掘和搜集，让其古为今用，重放异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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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、我县于一九八五年进行文物?々查一fi作。

jji，蚓畏据文物浮查我1裂及参阅旧j基 父资料编。r了，所，；j

用旧志资料慨经调查核实为确；。

二．、本志收录文物的时问，上限自本地区：行人类活动时

起，下}’l￡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。我县解放后建造的纪

念建筑物、其人其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，择重要者求之。

三三、本志收录文物范围，以《中华人民共和H日文物保护

法》第二：条所规定的为准，条目内答bJ,ID为主，以物叙事，

以物志人，凡与文物无关的人和事一律不收。附和于文物的

各种神话传说故事，收录有稽可考的。

四、本志编排，先横后纵，即首先按文物性质分h圳

类、如古遗址、古墓葬、古建筑、近代、sYAf弋重要史迹等，

然后据各门类的情况按历史年代排列。

五、本志为资料性质，收录时注意知识性，科学性，；叮

读性，实事求是地记录文物的历史、现状和特点，力求简

洁，不加褒贬译记。

六、历代称号沿用通称，如秦、汉、晋、隋、唐、宋、

元、明、清、民国等，朝代纪年用帝王年号，夹注公元。近

现代某些事物有直接用公元纪年习惯者，概用公元纪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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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，基本概况

1、概 述

我县位子海南岛北部，南渡江中游，总面积2 O 4 4．8

平方公里，人口3 8万多，黎、苗等少数民族约5 O 0多

人。本县是我省老区重点县之一，县内有2 l 4个自然村属

革命老区村庄。现有1 6个区，一个镶，国营农场8个。县

政府驻金江镇。

县地汉曾短期置苟中县，属珠崖郡。隋大业三年(公元

6 O 7年)始置澄迈县，仍属珠崔郡。唐属崖州，元属乾宁

军民按抚司，弱属广东琼城府，清因之。鳃放后仍置澄迈

县，1 9 5 9年临高并入，l 9 6 1年又折出。

2、自然地理

我县位置北纬19。23—20。l，东经109。——一110。l 5

之间，东与琼山街按，南与屯昌、定安县交界，西与临高

毗邻，北与海口市接壤，又临琼州海陕，地势南高北低，大

片土地属丘陵和台地，北部海边有滨海平原。中部南渡江两

岸有冲积平原。西南部的大王岭海拔5 l 2米，为本县最高

蜂，全县高程在5 0米以下的面积占总面积3 2．4％，

5 0一‘2 O O米的占6 4．4％，2 O O以上的占3．2％。

讫渡江从南宅i{i经县境，贯穿本县南部，至金江镇折Ftl东



流出县境，另羚本县还有犬塘’河，犁沙河和东排洋溪等支流

注入，构成南渡江中游水系，受益我县大部地区。北部则只

有凡条独流入海润小溪涧。

地处热带，高湿多雨，水源灌溉面积大，土地肥沃，物

产亭寓，是海南岛按食捧物和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区之一。

从文物萤盎j秀发现和挖掘的文物来看，约在三千年呵

前，我县的袒先就在这浚肥沃的±地上渔猎生活，由于时秀
的逾越，自然地埋静变迂，汉以翁筠文物尚来发现，东游’
武建武时，汉遗伏波将军马汝来璩后才有文物遗存下来。霉‰
县舆匹有文字记载船史迹是扶汉i搦，I：始的。

3、历史沿革
。

’j

澄迈在汉无封元年，(．公元游l l 0年)为苟中县，赌大

业期阀移鬣为今名。由于澄汪源自琼出之西石山，农来南
绕，西滚入海，其流清澈，隋圆之骖i名县。澄迈的沿摹启璺

西汉。

汉武帝元鼎五年平南越，次年玖元目元封，始置珠崖，

儋耳两郡，督于交州为领县五，而苟中隶珠崖郡，苟中始设

子男5合都(今美郎)。

元帝初元三年，以珠崖属邑屡反杀汉吏，从贾捐之议，

罢珠邃郡置珠卢县，隶台浦。

东汉光武建武十九年，复置珠崖乳隶会漆鄂，钙督予

交州。交趾女子徵测徵贰反诺蛮，应之逢侠液将军马段讨平

之，珠窿慕义来归，故复耍邑属珠崖。

三国吴大帝赤乌五年复置珠崖部，有徐闻珠声、珠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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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。来交州．

梁武帝天鉴中就信耳地宣崖州邑地属焉。 ·

隋大业三年改崖州为珠崖郡，领县五义伦，感思，

颜卢、毗善、吉安；又折西南地置临振郡，领县五延德、宁

适、澄远、昌化、武：强。澄迈县治段于今老城。此澄迈名县

之始也。

唐高祖武德初，总管冯盎以其地降，五年没珠崖郡为崖

州，澄迈属之。

太宗贞观五年，折建州之琼j上l，置琼州领县五，澄迈仍

属崖州。

元宗天宝十五年，折琼山县置地曾口。颜罗，容璩三

县，始属琼州，南汉刘氏时：潜曾口地归澄迈。当时曾[1设在

曾家东西都。

宋：匙租开宝五年，废邕州以其地入凉灿l领县穴，此浚冱

肃属淙州之始。

神宗熙宁六：年，以琼州改为琼管安抚司，澄迈属之．

微宗宜和中，改琼管为安既都督，澄迈湄之。

．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，改为琼州路安抚司，束湖广行中书

省，澄迈隶路安抚司。十七年立海北，海南遭皇尉司，雷I、i,I

领之。二十八年改为琼州路军民安抚司，澄迈属之。

交宗天厉二年，改琼州为乾宁军民安抚司仍属湖广。

顺帝至正东始置庹西行孛书省领之。

}：|f]洪武帝元年三月，平章廖永忠克广州，七月无守匿，

陈乾富款降以其她归附，二年改复琼州仍隶广西，兰年升琼

州为府，澄迈女B故隶广东布政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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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置苟中县屡被黎害，后建置县治于老城海滨。成化元

年，海寇蜂起，乡邑尽为墟烬，邱文#议迁于保义都之北畔
岭，时为举人李宣所阻。明嘉靖十五年，知县秦志道毅然行

之．已于北畔岭建社学并县治基础，上官惮工役劳费不果行。

光绪十七年，知县李德重邀集各乡绅筹款创建金江镇。

十八年李知县因老城官署尽为倾坏，不能扎驻，加之跟随慕

友内眷妪役迭遭病故者约二十余人，逐籍口子水土恶劣，

特集众会议，移建县治，将行署移置金江镇。

(上文引自旧县志·略有删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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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、古遗址

目前我县发现的古代遗址，有隋朝的：吕城址，朱代的共

郎氍超虹．元代的山口窑娃翱太平岛垃等，邀咀波速筒概。

1，．碗灶墩窑址

碗弘墩．与普井隔用冲’忙公旦l，力i倚金江立浇(又有荚

栖河)，．j‘j红站盼柑键，西是封毙岭，北为黄杨村。在这

髓鼠形t lU丘唆t订两盥长彤窑趾，仝碍I红砖硒成，一熊隹

东北-面ll-‘盘-长约2 5米，宽约3米，窑顶坍塌，搿蜚损

坏．“低。f’12，q一盥在西{t边j：．坡，{乇约l 9*：，宽约

3_：，?：?{：；螭，，k建不私生，遗锄P‘i盘窑址州啊约

3 6 0 j，长为也tH舟，瓷，：“：韶j；。，堆班最i。!选2．4

紫。遗物疗蕊，碟．业、杯、打豫．．‘l坠、垫饼0。1j 7，】赡

曲数最多，有些碗外楚绘靠芘孳虬．?皑。l 9 6 4等5jj，

肯f=}撩1、’≈学水过，‘弛攒瓷器花发予F I匀瓷掰韶+’。5±元

。、迎筑。。

P。一见nA年我0j

抖刊的缆灶墩，像个

坟墓。杂i、沸术丛生，

南与蓠卦弼田冲一

公里，，：：．狲美杨河边

沿，。隔河等军山坡相

望k西南魍域已开成

量



耕≥．撒在地曼的瓷鞠碎片·了绿．黼、曼；，土荨乜。

2．红疆蛉窑址

{；上汜盘令窑蛙在山H匿弭约6．5公望，碗灶域之南约

0．i登f3，傅赳盘江兜滥，红渑蛉离出河床约8 0米．当

垃盎谈岭昀西dI驶上，遗物分韶范嘲约3 5 0 O平方米，当

盘}=蕾沟与娃灶墩÷，止数铝嗣，遗物曹费莹与砘灶敬的大致辊

”5，．嚣职猝j：‘多啦’仃_。：j

暑、缸饪垃窑址

缸灶，虔窑jt：!Ⅲ：?(茸j；7．8：-·：，北蹦红泥岭窑垃

站0。8公j．：，：一仓汪立溢，．：’二|_)矧、种。缸灶竣冀m河
庠’0 8 5紫，：羔耐l=草丛。；：，窑蹦：0i鼍釜，均花蔓：坡上·一

摩j二：孽j讯妊102 5米，宣3米，盘用注红f§盼耐火砖砌

艘，：l则世窑：’r：=：坍塌，j：～‘≯璺骶舟≈：，当茬仑甥，兢

里¨I咎，镪’：j托j复j堪∥‘．毪、蠢、杯等，蔓l-≮嘴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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